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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究内容及方法 

   （一）研究内容 

    1.完善小学语文主题教学理论基础。破解语文教学碎片化困境，

构建提升儿童语文素养和核心价值观的主题教学体系。针对单篇教学

支离破碎、目标不清及教学方式僵化、工具性与人文性割裂等问题，

围绕儿童发展特点及生活经验、语言习得规律、优秀文化等确定主题，

整合语文课程内容和资源，生发语文教育意义，促进儿童语言、思维

和精神生长，为聪慧与高尚的人生奠基。 

    2.初步构建小学语文主题教学课程系统。重建课程形态，形成目

标、内容、实施、评价四位一体的主题教学实践模式。依据课标，主

题统领。提炼“一手好汉字、一副好口才、一篇好文章”目标，率先

出版质量《目标手册》；优化整合多版本教材内容及相关资源，出版

课堂《乐学手册》，建构“情感•思辨”为主线、“体验•生成”为特征，

“预学-共学-延学”的动态课堂；以“兴趣、方法、容量、意义”考

量课堂、以“主题护照”记录语文实践过程、分项与综合测试结合，

促进听说读写能力及表现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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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 3.“主题·整合”思想的跨学科迁移模式初探。实现学科内整合，

创建跨学科主题课程，推动全国课改。主题教学培养完整人的“主题

•整合”理念，催生学校“1+X 课程”育人体系，为全国课改提供思

想资源及实施路径。 

  （二）研究方法 

    1.文献法。通过搜集和了解相关教育理论，包括心理学、教育学

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著述，并进行分类、整理、分析，进而得出科学的

认识，以便形成主题教学的理论框架，更好地指导研究与实践。主题

教学新发展，既是理论的提升，又是理论普世价值的归纳、总结。 

    2.访谈法。通过访员和受访人面对面地交谈来了解受访人的心理

和行为的心理学基本研究方法。根据主题教学不同层面的问题，如价

值意义、新发展走向以及主题教学实践路径，进行专家、研究者和实

践者进行有针对性、跟踪式采访。 

    3.案例分析法。教学研究中的案例是对一个有趣论题的生动再

现，它具有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等，并按一定的结构展现。全员动员的

主题教学课题研究，搜集整理各年级各学科探索出的教学案例和研究

案例。通过行动研究中个案经历螺旋上升的解决问题的全过程，由个

到类，总结相关经验，探索既有规律。 

4.行动研究法。有计划有步骤的对教学实践中产生的问题由教师

或研究人员共同合作边研究边行动以解决实际问题。在实践的过程

中，不断总结、反馈、梳理、提炼问题，分类研讨。 

二、研究结论及建议 

（一）构建了“四位一体”的主题教学体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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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明确指向语文素养与核心价值观的教学目标 

主题教学的目标，指向语文素养与核心价值观。在具体教学中，

依据“三个一”质量目标，凭借 12 册《目标手册》细化到每一个年

级。 

2.重构语文课程内容 

   （1）以主题整合教材，确定精、略读篇目 

根据主题内涵的深刻与丰富程度、语言文字的典范性程度、历经

时间淘洗而得到的认可性程度，将教材中的课文分为精读文和略读

文。 

   （2）主题统领，补充经典诵读内容及整本书阅读 

回归基于经典阅读的人文教育，能够适应广义上的从现代到后现

代的时代需要、竞争需要、训练需要，是能够促进受教育者重新发现

和思考“人”的内在含义的教育。主题教学倡导大量积累，选择古今

经典诗词文赋，推荐必读选读书目，设置专门课时加以落实，并将其

学习成效纳入分项测评。 

3.实施“大、中、小、微”不同课时设置 

为推进精读、略读教学，落实整本书阅读和经典诵读，及语文创

新与实践活动，使之利用在校时间完成，增质不增负，将原来 40 分

钟一节课，调整为 60、35、10 分钟不等的长、短、微课时。 

4．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 

细化主题教学课堂评价、过程性评价以及综合评价。 

（二）创新教学模式 

四位一体的体系是主题教学的整体框架，具体到每个“主题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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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元学习，以及每一节语文课怎样实施，建构了动态流程。 

1.单元教学——“主题·整合” 

以“主题·整合”的思维方式，改变传统教学一篇一篇教的僵化

教学方式，以主题整合单元教学。 

2.课堂操作——“预学-共学-延学” 

具体到单元中每节课的教学，将教学过程分为“预学-共学-延学”

三个基本环节。三个环节看似简单，其中体现了儿童主体地位，学生

自主、合作、探究，在语言的学习中发展思维、涵养精神，实现创生

意义的语文学习。 

（三）建立课程资源库 

为了整体提升学生语文素养，物化各项课程资源，建立课程资源

库。 

1.《目标手册》 

凭借《目标手册》，语文学科的教学，构成了贯穿六个年级、三

大板块的经纬交错的质量目标体系。  

2.《乐学手册》及其他 

《目标手册》将课程标准清晰化后，如何操作这些目标呢？这些

目标必须在课堂上落地开花。课堂必须由“教师主体”向“学生主体”

转变，于是我们研制了《乐学手册》。 

三、研究影响及效果 

   （一）学生成长——主题教学，使学生在获得丰富的语言文字积

累与熏陶的过程中，形成了完整的人格。主题教学的课堂上，学生表

现出昂扬的面貌、高涨的热情，丰富的体验。实验班能联系上的 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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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学生中，17 人出国深造，留在国内的 43 人中，11 位硕士、6 位博

士。 

   2013 年教学《皇帝的新装》。课前调研学生的“预学单”，主题集

中在：诚实、勇敢、不要虚伪、不要人云亦云四方面。课上学生的“共

学单”，生成的主题有：保持天真、捍卫童年、实事求是、不要爱慕

虚荣、放下权力等。下课前的“延学”追问中：学生质疑骗子的结局，

皇帝大臣的下场，及小男孩长大是否还那么天真诚实等。课后调研：

“在这样的语文课上，你的收获是什么？”，“提高思维水平”“获得

情感体验”“提高审美情趣”分别占 66%、43%、41%。学生写道“窦

老师的课，引导我从文章中看到自己”“在思辨中生长”“人要回到事

情本身很难”等等。家长反馈：清华附小学生经主题教学长期培养，

学生热爱阅读，表达能力强，情感丰富，思维品质高。清华附中等中

学语文教师普遍反映：附小毕业生，视野开阔、底蕴深厚、心态阳光、

思想水平、实践能力和责任心强，语文学习水平有目共睹。 

   （二）教师发展——教师由课程的执行者到课程的创生者。在主

题教学的研究过程中，五大板块不仅使学校语文学科建设形成系统、

高质高效，同时使很多语文教师成为了某一领域的专家。同时语文教

师梳理了语文教学的目标与内容、年段特点与教学策略，整体提升了

教育教学水平。语文教师团队每年约有 200 人次在全国上主题教学研

究课，有的已是骨干或特级教师。这样的教学和研究方式，潜移默化

地影响了其他学科教师。目前清华附小 22 位骨干教师被东北师大聘

为兼职硕士生导师。 

   （三）课改推进——为主题教学形成一套支撑和保障系统，语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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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队研读了北师版、人教版、苏教版三个版本教材，将其主题及“三

个一”的落实策略提炼出来，同时收集大量的课程资源，研发并出版

了一系列课程资源成果，包括“目标手册”“乐学手册”“主题作文”

“写字手册”等，北京市第四届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、第三届教育教

学成果二等奖。数学、英语、美术、科学等学科的“目标手册”“乐

学手册”相继诞生。学校成为国家级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试验项目

学校、“遨游计划”实验校，被评为课程改先进单位，在课改结题会

上代表北京市介绍经验。 

四、研究改进与完善 

    小学语文主题教学研究在全国小语界产生持续的影响，被专家学

者和同行誉为我国小学语文教学重要的流派之一。然而，主题教学源

于实践、扎根一线，有许多待完善之处，需要日后深入探索。比如：

怎样更好地运用主题教学，系统化、科学化、分阶段地建构和实现学

生成长的核心价值观？怎样指导教师在实际运用主题教学思想和策

略时，能更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甚至实现进一步的超越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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